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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

（2022 年） 

一、总体概况 

（一）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

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无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有机化

学、物理化学、材料化学、应用催化、本草生物学等 7 个二级学科博

士点，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、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级化学实

验教学示范中心等 3 个国家级平台，以及 1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、3

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（其中 2022 年新增 1 个）、两个省级工程中心、3

个省级创新团队。 

（二）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

培养目标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化学高级专门人才。要求

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品行端正，遵纪守法，身心健康，具有高尚

的科学道德，严谨的科学作风，较强的事业心和积极献身科学事业的

精神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，具有坚实的化学理论和专门的实

验技能；深入了解化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向与前沿动态，具有独立

从事化学科学研究、高等学校教学及相关企业研发和管理的工作能力，

在化学科学研究方面做出创造性的成果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。 

培养方向：本学位点以科学问题为导向，突出学科交叉融合，组

建了“计算化学、绿色催化、晶态材料、分子发光与生物传感、能源储

存与转化”五个基础研究方向；以山西经济转型发展为契机，突出基础

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，组建了“工业催化、混凝土外加剂、生物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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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、中草药功效物质”四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方向。 

（三）研究生规模 

目前在读研究生 890 人，其中博士研究生 147 人。2022 年新入学

研究生 201 人，其中博士研究生 43 人。2022 年毕业研究生 100 人，其

中获得博士学位者 25 人，获得硕士学位者 75 人，就业率 81.03%。 

（四）研究生导师状况 

现有校内研究生导师 139 人，其中博导 69 人；校外兼职研究生导

师 19 人，其中博导 7 人。导师队伍中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95.6%。拥有

杰出青年、政府特贴专家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 35 人。 

二、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

（一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

现有专职辅导员 6 名，兼职辅导员 4 名，依托学工、研工部并定

期进行专业能力培训，充分发挥辅导员例会专题学习制度，领学促学，

不断提高辅导员的思政和专业水平。 

（二）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

以党建引领思政教育，通过党员发展、开学第一课、心理、安全

知识讲座、职业生涯规划、就业服务指导等方面开展专题教育，努力

将思政教育贯穿到学生日常管理和学习生活，与导师进行深入沟通交

流，达到同频共振，切实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。 

（三）研究生党建与校园文化建设情况 

紧抓研究生党支部建设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

模范作用，深入推进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部工作制度，督促班子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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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深入一线、深入群众，关心和参与支部组织生活。以研究生第四党

支部为龙头，充分发掘其示范引领带动作用，积极对照建设标准，稳

步推进。继续举办了“开物沙龙”学术演讲比赛、与研工部、图书馆

合作开展“导师有约”师生交流座谈会等活动，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

活。 

（四）日常管理服务情况 

学院党委积极协调各管理和服务部门，不断提升服务学生的思想

意识，促进导师和学生、辅导员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，主

动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学院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和实验室安全检查，畅

通学生诉求渠道，有重点的加强与学生的谈心谈话，坚持早发现、早

处置，抓早抓小，切实维护学生的正当利益。 

三、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

（一）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

启动《氢能源基础及应用》教材建设项目；《计算机在化学中的

应用》、从课堂到”现场”项目式教学—以《绿色化学》为例等 2 门

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，以及“Advanced Analytical Methodology & 

Application” 优质课程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导师选拔培训 

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和化学学科导师遴选办法，新增博士生导师 11

人，硕士生导师 8 人。新增的研究生导师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全部

参加了研究生院组织的导师培训会议。 

（三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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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师德师风教育贯穿始终，教育引导教师始终坚定政治方向，自

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严守师德师风底线。坚持把师德师风教

育和弘扬“沉静务实、团结协作、拼搏进取”的院风相结合，教育引导

教师致力学科发展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。把师德师风教育和教师评

奖评优相结合，并积极发挥典型引领和示范作用。建立教师师德档案，

加强教学科研工作过程监管，严把师德师风关。本年度张勇教授荣获

“山西省百名党员先进科技工作者”称号，受到省科协和省科技厅表

彰 

（四）学术训练（专业实践）情况 

本年度新入学的研究生通过双向选择全部加入了导师团队，并在

导师的科研实验室逐步开展学术研究。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进行了选题

和开题报告，正式进入科学研究阶段，除各课题组的仪器设备外，学

校大型仪器中心为研究生的科研提供了仪器保障。组织研究生三年级

学生进行了中期检查。本年度新建“精细化学品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

培养示范基地”、“医药及精细化学中间体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

范基地”、“化学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等 3 个基

地。 

（五）学术交流情况 

与多家单位联合主办了“第三届团簇科学与原子制造研讨会”，加

强了学术交流，提高了国际国内影响。组织并参与省科协“喜迎二十

大，科普向未来”科普日活动，入选并展示了 2 项重点项目，对普及

化学知识以及学科未来的招生具有重要意义。先后邀请中科院上海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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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盐研究所、国家纳米中心、清华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等院校的知名

学者来校或线上做学术交流，参加的研究生数量约 900 人次。在疫情

影响下，广泛开展线上国际化学术交流，定期联合国外高校举行网上

学术沙龙，提升研究生的国际化水平。 

（六）研究生奖助情况 

根据《山西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》，本年度共有 871 名

研究生获得国家助学金，716 名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金，基本实现了奖、

助学金全覆盖。 

四、研究生教育改革措施 

进一步全面落实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制，选拔优秀辅导员、

研究生骨干担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，建立“党建+思想政治教育”工作格

局。秉持办“办好的教育、做有用的学术”理念，以提升研究生创新

实践能力为核心，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目标，以赛促学，以赛促

创，助力国家急需、重点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，成功举办了化学学科

首届研究生创新作品大赛。 

五、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分析及改进措施 

尽管过去一年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从学位点现状分析，制约发展

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人才。因此，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“以师资

队伍建设为抓手，推进学科内涵建设”基本思路，并通过院所协同、

人才引育、方向凝练、团队组建等措施，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研究，促

进标志性成果的诞生 


